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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税职责

税务局根据有关法例征收税款及收费。入息及利得税是按纳税人在上年度赚取的入息和利润评定，而

其他收费是在有关活动发生时征收。在 2016-17 年度评定的入息及利得税按年增加 7.24 亿元 (0.3%) 

(附表 2)，而收费则较上年度下跌 22 亿元 (2.6%)。

利得税

个人、法团、团体和合伙赚取在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应评税利润，须课缴利得税。2016-17 课税年

度法团和法团以外人士的征税率维持不变，分别为 16.5% 及 15%。

税务局在 2016-17 年度评定的利得税税款为 1,382 亿元，较上年度减少 8 亿元 (0.6%)(图 5)，反映本

港经济出现轻微放缓。

各行业的最后评税额载列于附表 3及 4。在 2015-16 课税年度最后评税总额当中，46.6% 来自地产、

金融和银行业，而分销业占 21.7%(图 6)。 

图 5	 利得税评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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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按业务类别划分 2015-16 课税年度的法
团利得税最后评税额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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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俸税

从任何职位 ( 如董事 ) 或受雇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和退休金，而有关入息是于香港产生或得自香港的，须

征收薪俸税，税款不会超过总入息净额 ( 不扣除免税额 ) 按标准税率计算的数额。2016-17 课税年度的

标准税率维持在 15%。

2016-17 年度的薪俸税评税数目较上年度增加 5.1%，但由于实施了 2016-17 财政预算案的各项薪俸

税宽减措施，年内的评税总额较上年度只轻微增加了 1.2%(图 7)。

图 7	 薪俸税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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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纳税人入息组别分析 2015-16 课税年度的薪俸税

评税和获扣减免税额分别载列于附表 5及 6。

2015-16 课税年度按标准税率缴税的人士有

29,826 名，较上年度增加  134 名。他们所缴纳的

税款约占薪俸税评税总额的 38.0%，较上年度减少

了 1.5% 	(图 8)。

图 8	 按标准税率缴税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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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申报雇员薪酬的责任

雇主有责任在开始及终止聘用雇员时，以及在雇员行将离开香港超过 1 个月时通知税务局。另外，还

要拟备每年的雇主报税表，详列每名雇员的薪酬。过去一年，共有 385,542 名雇主向本局递交雇员薪

酬及退休金报税表。

税务局设有网上雇主税务讲座，并在网站提供资讯帮助雇主明了有关的税务规定，内容涵盖填写雇主

报税表、雇主的税务责任和常遇疑难的解决方法。此外，雇主亦可透过表格传真服务，索取已填妥的

雇主报税表和通知书范本。

物业税

物业拥有人 ( 包括法团 ) 须课缴物业税，税款按物

业的应评税净值，以标准税率计算。2 016-17 课税

年度的标准税率维持在  15%。个别人士如全权拥

有出租物业，应将租金收入申报在个别人士报税表

(BIR60) 上。物业如属个别人士联权或分权拥有，

或是由法团∕团体拥有，租金收入则应申报在物业

税报税表 (BIR57 ∕ BIR58) 上。物业拥有人如就其

业务使用的物业缴付了物业税，可以用该税款抵销

他们应付的利得税。以法团来说，他们亦须为物业

收入课缴利得税，税率按公司利得税税率计算。为

免每年须用物业税抵销利得税，法团可申请豁免缴

交有关物业的物业税。

附表  7载有税务局记录的物业分类及按物业的拥

有人数目分类统计资料。2 016-17 年度物业税的

评税数目较上年度上升 4.3%，评税总额则增加了 

10.8%(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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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物业税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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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入息课税

如有应课利得税及∕或物业税的入息，个别人士可选择以个人入息课税方式评税。这项评税方式是将纳

税人和配偶 ( 如属已婚 ) 的所有收入合并，扣除免税额后，采用与薪俸税相同的累进税率评税。如选择

适当，这个方法可减轻纳税人和配偶的整体税务负担。

2016-17 年度个人入息课税的评税数目较上年增加了 6.1%，评税总额亦增加了 8.9%(图 10)。

图 10	 根据个人入息课税作出的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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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协定网络

当香港及另一司法管辖区对纳税人的同一项入息或利润征税，便会产生双重课税的情况。建立税收协定网

络，可减少香港和缔约伙伴的居民被双重征税的机会，有助促进经贸、投资及人才互通，增强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投资和商业中心的竞争力。

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香港已与 37 个司法管辖区，即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文莱、加拿大、

捷克、法国、根西岛、匈牙利、印尼、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泽西岛、韩国、科威特、拉脱维亚、列支

敦士登、卢森堡、中国内地、马来西亚、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巴基斯坦、葡萄牙、卡塔尔、

罗马尼亚、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瑞士、泰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及越南，签订了全面性避免双

重课税协定 ( 涵盖不同类型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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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香港致力提升税务透明度和防止逃税。自 2014 年开始香港已与合适的伙

伴签订税务资料交换协定，以符合有关资料交换的最新国际标准。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止，香港已与

7个司法管辖区，即丹麦、法罗群岛、格陵兰、冰岛、挪威、瑞典及美国，签订了税务资料交换协定。

事先裁定

纳税人可就《税务条例》的条文如何应用在一项特定的安排上，向税务局申请事先裁定。这项服务

按收回成本原则收取费用，裁定有关「地域来源征税原则」应用在利得税个案的基本申请费用为

30,000 元，而其他裁定为 10,000 元；如处理有关裁定所需的时间超出限定，申请人须另外缴付附加

费用。如申请时已提交足够资料，而本局无需作进一步查询，本局会尽量在 6 个星期内回复。

在 2016-17 年度，本局完成了 51 宗事先裁定的申请 (图 11)，大部分的申请是关于利得税事宜。

图 11	 事先裁定 

2015-16 2016-17
数目 数目

承上年度有待裁定的个案 20 26
加： 该年内收到的申请个案  35  43 

55 69

减： 处理完毕的个案 —

作出裁定 16 36
撤销申请 12 12
拒绝裁定

转下年度有待裁定的个案 

1   29   3   51

 26  18 

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定价安排是一项预先订立一系列适当标准，以决定相联企业之间跨境交易如何定价的安排。通过

预约定价安排，企业有机会与税务机关就如何应用公平独立交易原则达成协议，当转让定价问题出现

时可以有效地即时处理，从而避免日后需要面对转让定价查核的风险。这项安排有助企业更准确地评

估税负，有利营商。

单边预约定价安排是一项局长与企业就其与相联企业于跨境交易的转让定价所达成的安排。由于过程

中没有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 全面性协定 ) 伙伴的参与，因此不能保证全面性协定伙伴是否认同有

关安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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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预约定价安排是一项由局长与一个全面性协定伙伴就上述跨境交易的转让定价所达成的安排。因

此，该安排可确保不会出现双重课税的情况。这项优点同样亦适用于多边预约定价安排，即涉及两个

或以上全面性协定伙伴时所达成的类似安排。

税务局于 2012 年 4 月推出预约定价安排计划。鉴于资源所限及单边预约定价安排的不足，税务局现时

只接受双边及多边预约定价安排申请。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税务局已收到多项申请，涉及的全面

性协定伙伴包括中国内地、日本、马来西亚、荷兰和泰国。各项申请正处于预约定价安排计划中的不

同阶段，部分个案已经完成。

反对

纳税人如不满意评税，可在订明期限内以书面向局长提出反对。如反对因没有提交报税表而作出的估

计评税，反对通知书须连同填妥的报税表及帐目（如适用）一并提交。每年大部分反对是源于估计评

税，这类个案大多能依据其后收到的报税表迅速解决。其他类别的反对个案亦多数因纳税人与评税主

任达成协议而和解。只有少数反对个案最终须由局长作出决定。在 2016-17 年度，本局共处理完毕

88,755 宗反对个案 (图 12)。

图 12	 反对个案 

2015-16 2016-17
数目 数目

承上年度有待处理的个案 35,422 37,660
加： 该年内收到的个案 82,237 91,106 

117,659 128,766

减： 处理完毕的个案－

和解 ( 无须由局长作出决定 ) 79,483 88,238
由局长作出决定：

确认评税 313 298
调低评税 113 128
调高评税 86 82
取消评税  4  516 79,999 9 517 88,755

转下年度有待处理的个案 37,660 4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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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税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纳税人如不接受局长就其反对个案所作出的决定，可向税务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委员会是独立法定

机构。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委员会有 1 名主席、8 名副主席及 68 名委员，主席及副主席是曾受法律

训练及具有法律经验的人士。在 2016-17 年度，委员会共处理完毕 55 宗上诉个案 (图 13)。

图 13	 向税务上诉委员会提出的上诉

数目

在 2016 年 4 月 1 日有待聆讯或裁决的个案 45
加： 本年内提出上诉的个案  42 

87

减： 处理完毕的个案－

撤销上诉 23
上诉裁决：

确认评税 17
调低评税 ( 全部 ) 1
调低评税 ( 部分 ) 4
调高评税 6
取消评税 1
其他  3   32   55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待聆讯或裁决的个案  32 

向法院提出上诉

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但纳税人或局长可依据《税务条例》第 69 条，就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法律

问题，向原讼法庭提出上诉。在 2016 年 4 月 1 日之前，纳税人或局长须经委员会呈述案件，方可向法

庭提出上诉。自该日起，呈述案件程序被取消，纳税人或局长须向法庭提出申请并获批予上诉许可，

否则不可提出上诉。

在 2016-17 年度，原讼法庭就 1 宗由局长和纳税人以呈述案件方式提出的税务上诉进行聆讯。该宗上

诉的主要问题是纳税人有否更改持有土地的意图。

上诉法庭在本年度接获 1 宗由纳税人就原讼法庭的裁决而提出的上诉。该宗上诉涉及离职时所得的收

益应否课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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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终审法院条例》规定，纳税人或局长在获得上诉法庭或终审法院给予上诉许可后，可就上诉法

庭的裁决提出上诉。在 2016-17 年度内，并无任何向终审法院提出的税务上诉。

图 14列出在 2016-17 年度向法院提出上诉的个案统计资料。

图 14	 向法院提出的上诉

原讼法庭 上诉法庭 总数

在 2016 年 4 月 1 日有待聆讯或裁决的个案 2 0 2
加： 本年内提出上诉的个案  2  1  3 

4 1 5

减： 处理完毕的个案  0 0   0

	

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有待聆讯或裁决的个案 4  1  5 

商业登记

税务局致力维持有效率的商业登记制度。在本港经

营业务的人士须就业务办理商业登记并缴纳有关

费用。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商业登记的数目为

1,500,727，是历史新高，较 2016 年 3 月 31 日增

加了 73,663 (图 15)。

商业登记证有效期一般为一年，但商户可选择三年

有效期的登记证。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共有

22,084 家商户持有三年有效期的商业登记证。

为协助企业，政府宽免 2016-17 年度商业登记费，

但商户仍须缴付随每张商业登记证收取的征费。一

年有效期登记证的征费为 250 元；如商户选择三年

有效期登记证，则须缴交商业登记费 3,200 元及征

费 750 元。

图 15	 商业登记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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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  2016-17 年度缴付登记费而不须于该期间续证的商户，可向本局申请特许退款。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止，本局已发出特许退款给 14,774 家商户，金额合共 2,180 万元。

由于商业登记费在整个  2016-17 财政年度获得宽免，即使在年内缴费的登记证增加了  9.1%，

2016-17 年度商业登记费及罚款收入减少至 2.28 亿元，较上年度大幅减少 91.3%(图 16)。商业登记

统计资料载列于附表 8。

图 16	 商业登记统计资料 

2015-16 2016-17 增幅∕减幅

已缴费商业登记证的数目 ( 总行及分行 ) 1,402,548 1,530,879 +9.1%

收取的商业登记费 [ 包括罚款 ]( 百万元 ) 2,607 228 -91.3%

根据《商业登记条例》，每月平均销售或收入总额不超过规定限额的小型业务 ( 主要凭提供服务赚取利

润的，限额为 10,000 元；其他为 30,000 元 )，可申请豁免缴交商业登记费和征费。如有关申请不获

批准，商户可向行政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在 2016-17 年度获豁免缴费的个案全年共 10,449 宗，较

去年减少 35.1%。委员会在过去两年并未有接获任何上诉个案。

印花税

就香港的物业交易、股票交易和楼宇租赁签立的文书须予以征收印花税 (图 17)。

图 17	 印花税收入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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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2016-17 物业买卖成交量较去年为多，令物业交易印花税收入大幅上升了 32%(90 亿元 ) 。但

另一方面，2016-17年股市总成交金额较去年减少，以致证券交易所得印花税大幅减少 29%(98亿元)。

上述因素导致 2016-17 年度的整体印花税收入轻微下降 1%(图 18及附表 9)。

图 18	 印花税收入 

2015-16
( 百万元 ) 

2016-17
( 百万元 ) 增幅∕减幅

不动产 28,494 37,518 +32%
股票 33,410 23,567 -29%
租约及其他文件 776 814 +5%
总额 62,680 61,899 -1%

遗产税

遗产税是就已故人士在香港的遗产而征收。遗产税的税率介乎 5% 至 15%，视乎遗产的价值而定。遗

产价值不超过 750 万元则无须缴纳遗产税。

《2005 年收入  ( 取消遗产税  ) 条例》于  2006 年  2 月  11 日生效，凡在该日或之后去世的人士的遗

产无须课征遗产税。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至  2006 年  2 月  10 日期间去世的人士的遗产，如基本价

值超逾  750 万元，只会被征收  100 元的象征性税款。随着取消遗产税，新个案的数目逐年递减。

2016-17 年度遗产税的新个案数目较上年度下降 24% 至 586 宗 (图 20)。

图 19及 20展示过往两年已评核个案的遗产组合和经本局处理的遗产税个案。

图 19	 遗产组合 

10.4% 4.7% 
10.6% 0.4% 73.9% 

2015-16 

2016-17 

1.9% 34.1% 25.5% 33.2%5.3% 

不动产 上市股票 非上市股票 银行存款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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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遗产税个案 

2015-16 2016-17
数目 数目

新个案 771 586

完成个案

- 须征税个案 17 11
- 豁免个案 763 558 

780  569 

本年度的遗产税收入为 1,900 万元 (附表 10)，较上年度减少 1,100 万元 (37%)。

遗产税须在递交遗产申报誓章时缴纳 ( 或在死者去世后 6 个月内缴纳，以较早者为准 )。本局于本年度

在未发出正式评税前已先收到的税款合共 20 万元 (附表 10)。

博彩税

博彩税是就香港赛马会管理的赛马和足球比赛投注所取得的净投注金收入，以及六合彩奖券收益而征

收。在 2016-17 年度，有关活动的博彩税税率维持不变 (图 21)。

图 21	 2016-17 年度博彩税税率

税率

赛马

本地赛事的本地投注 净投注金收入

最初 110 亿元 72.5%
其次 10 亿元 73%
其次 10 亿元 73.5%
其次 10 亿元 74%
其次 10 亿元 74.5%
余额 75%

境外赛事的本地投注 净投注金收入 72.5%
六合彩奖券 收益 25%
足球博彩 净投注金收入 50%

2016-17 年度整体的博彩税收入总额较上年度增加 4.9%(图 22及附表 1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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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博彩税收入 

2015-16
( 百万元 ) 

2016-17
( 百万元 ) 增幅

赛马 12,316.5 12,757.9 +3.6%
六合彩奖券 2,032.2 2,126.9 +4.7%
足球博彩 5,778.5 6,234.2 +7.9%
总额 20,127.2 21,119.0 +4.9%

储税券

纳税人会在两种情况下购买储税券。

第一种情况是纳税人希望储钱交税。税务局提供两项服务计划，分别是以所有纳税人为对象的「电子

储税券」计划和专为在职及退休公务员而设的「即赚即储」计划。纳税人开设储税券帐户后，可透过

多种方法购买储税券，包括银行自动转帐、电话、互联网和银行自动柜员机。而在「即赚即储」计划下，

在职或退休公务员可以每月从薪金或退休金中扣除一笔指定金额用作购买储税券。这类储税券在用作

缴付税款时可赚取利息，而利息是以购买日订下的利率计算，生息期以 36 个月为上限。

在 2016-17 年度，「电子储税券」计划的买券数目和款额较上年度分别增加 2.6% 及 8.8%。「即赚

即储」计划的买券数目轻微减少 0.8%，但款额增加了 2.1%(附表 12)。售出储税券总款额较上年度增

长 7.8%(图 23)。

图 23	 售出储税券

('000) 数目 

100 90,299 91,138

80 

60 

40 

20 

0 
1,812 

2015-16 

1,632 

2016-17 
与反对及上诉有关的储税券

款额 
(百万元 ) 

3,500 3,186.5 

3,000 

2,500 

2,000 
2,106.1 

1,500 

1,000 

500 

0 

513.3 

2015-16 

553.5

2016-17
非就反对及上诉购买的储税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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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税务局局长要求对评税提出反对的纳税人，购买与争议中税款等额的储税券。在有关反

对或上诉获裁定后，这些储税券会用作缴付应课税款，当中只有最后退还给纳税人的款额，须以持券

期内生效的浮动利率计算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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